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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德利勒   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院长 

 

2008 年和 2009 年，世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经济和社会的崩溃。这场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和国际治理体系的失败，

也是私营和公共体制的失败，同时也是世界金融和经济制度的失败。这场危机还揭示了治理的参与者与治理的层次相互依存，而我们

大家都没有充分理解在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治理机制。 

 

理解错综复杂的现实并提出既有效又恰当的治理规则，这个难题不只限于经济领域。无论是提供或者共同提供医疗服务，还是在

尊重法律多元化的前提下实现民主，或是在不同的地理层级突出非政府行动者的声音，治理这个既复杂又有着多重含义的问题无疑处

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的核心。 

 

从南非的波洛夸内到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从上海到巴黎，从纽约到伦敦，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和一大批从事治理实践和研究的人

士保持合作，运用比较、互动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期更好地理解治理的实践及其面临的挑战。 

 

《治理年鉴 2009-2010》采用的正是这种研究方法。本年鉴不仅收录了院外人士有关治理现状的文章，同时也介绍了研究院执委会

成员及其密切的合作伙伴（包括一些从事治理实践和研究的人士）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还有他们针对一些重要议题开展的讨论。这

些议题成为本年鉴治理思考的中轴线，其中包括权力的合理性及其根基，共同创造公共财富，多行动者的合作关系，治理的分析和评

估以及公共管理教育。 

 

本辑《治理年鉴》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作者眼中的治理现状》）刊登了来自不同领域（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

和不同地区（欧洲、中国、拉丁美洲）的六位学者的文章。这些作者根据他们对世界以及所在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他们对治理的看法，

并对一些以主流文化为中心的“善治”和民主模式提出了质疑。 

 

皮埃尔·罗桑瓦隆关注当代社会的运作，他指出面对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当代社会面临的全新挑战的性质，传统议会民主的合法性

严重缺失。他认为当务之急不仅是采纳参与式民主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常常把民主程序简化为选举几个领导人的国家，重新组

织政治协商和决策的程序。 

 

米歇尔·维伊奥卡回顾了过去一年的某些重要时刻：如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以期提醒我们防止简单化地理解治理。针对治理

的不可预测性和治理的长时间性，作者指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将时间的不同尺度结合起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多层面的事实。 

 

在历史学家朱学勤的笔下，2008 年有关“普世”价值以及外部将其“强加给”中国的论战说明国家内部常常会出现矛盾，也反映

了中国的精英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方案方面意见分歧。 

 

置身于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并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阿尔贝托·阿科斯塔在文章中表达了该地区的一种的政治倾向：公民的参与以

及区域经济治理的协调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工具，同时也是抵御饱受人们质疑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势力侵袭的保障。 

 

后，作为对皮埃尔·罗桑瓦隆的回应，尼古拉·梅塞尔和雅克·奥乌德·奥乌迪亚猛烈抨击了在“发展模式”以及发展合作领

域中关于民主和“善治”的某些主流观点。一方面基于某些亚洲国家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基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教训，

尼古拉·梅塞尔和雅克·奥乌德·奥乌迪亚认为这些国家引进的规范性治理方法和传统的发展援助政策都无济于事，其社会内生的治

理能力才是能否成功发展的关键。 

 

本年鉴的其它五个部分分别探讨更新治理研究院的一个研究主题， 后一部分介绍更新治理研究院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各个部分

展示了研究院的各项重要活动。每一部分的导言均由研究院执委会的一位或几位成员撰写，便于读者了解每个研究项目的观念及其实

际意义。其后几篇由研究院的合作伙伴（一些从事治理实践和研究的人士）执笔，用来补充并进一步说明该主题。 

 

本年鉴所探讨的都是治理领域极其重要的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政权的合理性以及怎样植根。这个话题围绕一个简单的问题展开：

人民是否认同他们被统治的方式？并对许多约定俗成的观点提出质疑：例如，宪政及合法秩序的存在足以使社会接受这一秩序并尊重

那些自诩代表这一秩序的人。很明显，合理性的来源是多样化的，法律、符号、习俗及宗教准则千差万别。同样，在洲与洲之间，民

主治理的条件也各不相同。 

 

第二个话题是“非国家的”行动者参与政权及制定公共政策。在提供和管理公益服务方面，国家权力早已失去了其垄断地位。一

般来说，制定和调节公共政策要求多行动者的参与：社团、非政府组织、工会、企业、传统的权威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等等。在本章中



读者将会看到，这意味着开辟适当的协商空间，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并增加“非政府外交”的可见度——这是借用亨利·胡耶·多尔

费耶的说法，意思是今天参与治理的非国家行动者努力在国际舞台上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第三个话题是治理的评估。这个问题要比初看起来复杂得多，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是“谁有资格做评估？为什么做评估？”目前增

加各种技术性评估机制的做法（尤其是在国际机构中）以及来自有关国家外部的简单判断根本无法解决问题。通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

事例，我们看到公民希望通过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评估的过程，并将评估变成促进公共政策改革的工具。 

 

后，本年鉴重点评述了作为重要变革手段的公共管理教育。这是更新治理研究院及其合作伙伴近几年来的一个研究课题，所提

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何使公共管理教育适应现实和国际化？如何改革公共管理教育？社会学家埃拉尔·弗里德贝格在文章中批评

将“公共管理教育”和“公务员培训”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并提出建立共同的教学体系，培训未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 

  

《治理年鉴 2009-2010》是一个分析和讨论社会变迁的工具，这些变化穿越时空，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参与治理的行动者

的变化，其各自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的变化；在治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程序中，地理或法律框架的演变；各种新的挑战在其性质、

地理层级和时间方面的变化。 

 

如果这一研究和分析工作不能为改进治理实践和治理原则提供建议，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治理年鉴 2009-2010》吸取了以往一

些研究的教训，让那些实践家和分析家畅所欲言，就治理的原则提出他们的建议，为那些拥护“善治”这种简单化方法的人提供有建

设性的替代方案。本年鉴的作者们通过他们的文章强化和补充了更新治理研究院创始人让·弗雷斯和皮埃尔·卡蓝默以及梅耶基金会

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提出的治理原则。建立一个协商的空间，连接不同的地理层级、更加系统地考虑在民主化进程中治理的文化间因素，

这构成了本书的几个核心内容。 

 

《治理年鉴 2009-2010》终于出版发行了，法国更新治理研究院理事会以及我本人非常高兴，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 

陈力川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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